
专题一：

西部民族地区治理学科研究方向阐释

学习：问题、课程、专业、学科

研究：学科、专业、方向、选题



研究方向

一、研究对象

二、研究价值

三、研究状况

四、研究议题

五、研究方法

六、研究要求

七、研究选题

八、建议



一、研究对象
基于中国西部民族地区赶超发展

与长治久安需要，运用公共治理学的
理论与方法，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公共
事务的治理之道。

1.西部民族地区

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西北地区？

2.基本价值导向

国家战略需求 兰州大学定位

3.学科基础

多学科交叉研究下偏重于公共管理学

4.公共治理问题

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何为“公共事务”？“何为治理”？

中国的“西部问题”：制约西部发展、现
代化的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全
局性、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西部地区（民族地区）的公共治理问
题？



二、研究价值

1.理论价值
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的学术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公共管理学。中

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国化、本土化的西部版。

能否建构西部公共管理学（西部政治学、西部社会学、西部法学？)

2.现实价值

总体上服务于民族复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服

务于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

超大型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三、研究现状

一、国际
美国、俄罗斯、欧洲国家：欧亚大陆历史学、民族学、

人类学研究。

二、国内
1.民国时期: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

2.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系统化、规范化、学科化。



三、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
大学：西部所有综合性大学中都有人研究。云南大学、四川大学、

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新疆大学、中央民大、兰州大学中亚所、历
史文化学院、西北师范大学。

在兰高校的国家社科项目涉及很多。

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民族学研究所、藏学研
究中心。周平：民族政治学

二、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民族行政发展；民族地区治理。

李少惠、单菲菲、丁志刚教授；李世勇、戴巍、杨亮军、高学德副
教授。



《政治学视野中的西北地区治理研究》
2012年

上篇 西北地区治理状况及其评估

第一章 制度、法律与政策

第二章 权威、合法性与秩序

第三章 治理绩效评估

中篇 西北地区治理目标

第四章 政治稳定

第五章 经济发展

第六章 社会和谐

第七章 文化繁荣

第八章 民族团结

下篇 西北地区治理的特殊性

第九章 民族问题

第十章 宗教问题

第十一章 政治文化问题

第十二章 经济问题

第十三章 生态环境问题

第十四章 西北地区治理方式及其
创新(代结语)



四、研究议题

1.治理类
（1)治理主体：党、政府；社会组织、个人。

(2)治理客体:民族宗教事务治理；城市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
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边疆治理等等。

(3）治理方式：制度体制机制、政策。

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2.政策及其评估类
（1）民族宗教政策

（2）区域发展政策

（3）民族、地域文化发展政策

3.政府绩效

4.社会危机、公共危机治事：三股势力



五、研究方法

1.规范研究：理论创新（理论与话语的原创性）

2.实证研究：政策创新、政府绩效提升（政策的适应性、
灵活性、时代性）

问题决定方法。

反对方法无用论和方法至上论。



六、研究要求与优劣分析

1.对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的感性认知与兴趣
2.掌握公共管理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研究优势：
（1）国家、学界高度重视；
（2）竞争小；
研究劣势：
（1）理论性、政治性、政策性要求极高
（2）现有研究基础弱、队伍弱；
（3）论文、专著公开发表难；
（4）调研难。
我们的做法：小论文做国家治理、政府治理、治理现代化、行
政管理类的规范研究、基础研究；大论文做实证研究、应用研
究。



七、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研究方向选题

一、民族政策的绩效评价
（一）党和国家层面的民族政策绩效评价
（二）各地方政府层面的民族政策绩效评价
1.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类政策
2.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类政策
3.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类政策
4.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类政策
5.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
6.国家转移财政转移支付政策
7.扶贫开发类、乡村振兴类政策
8.少数民族就业政策
9.安全稳定与长治久安类政策
二、宗教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一）宗教政策执行情况
（二）宗教管理情况
（三）泛清真化、阿化、极端化治理
（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问题
（五）宗教中国化问题

 三、民族关系评估：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
民族与少数民族

 （一）民族平等
 （二）民族团结
 （三）民族互助
 （四）民族和谐
 （五）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
 （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七）婚姻政策与各民族通婚状况
 四、民族地区政府治理系列
 （一）政府治理中的制度、法律、政策问题
 （二）政府治理的绩效评价
 （三）政府治理能力
 （四）政府治理创新
 （五）政府治理方式
 （六）基层政权建设



西部民族地区治理方向研究选题

五、民族地区城市与社区治理系列
（一）民族地区城市治理相关公共政策研究
（二）民族地区城市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三）民族地区市政职能与市政过程研究
（四）民族地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绩效研究
（五）民族地区城市公共财政研究
（六）民族地区城市规划与公共空间布局研究
（七）民族地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研究
（八）民族地区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建设研究
（九）城市多民族聚居社区治理研究
（十）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研究

六、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系列
七、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系列
（一）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治理研究
（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研究
（三）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政策及绩效评价研究
（四）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与国家认同研究
（五）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
（六）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研究
（七）民族地区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研究
（八）民族地区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研究
（九）民族地区公民参与文化治理的制度研究
（十）民族地区节庆文化研究
（十一）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消费研究
（十二）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和创新研究
（十三）乡村振兴战略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研究
（十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与政策相应研究
（十五）民族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研究

普遍性：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
 多民族国家治理比较研究
 国家治理模式比较
 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国内区域治理实践问题
 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
 政府治理创新
 治理赤字与治理过度
 治理麻痹症
 行政不作为、慢作为
 治理的路径依赖
 政府治理行为的文化约束、资源约束、地理约束
 制度、制度化治理问题
 政府治理比较分析：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域、跨国
 治理工具与技术：制度、法律、政策
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对民族地区治理的制度、政策、

法律
 西部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复杂性
 民族宗教政策的绩效评估与创新
 民族地区的城乡治理、环境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文化

治理
 民族身份认同与政府治理
 泛宗教化治理
 宗教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及其解构
 宗教文化治理、去宗教化治理
 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化问题
 民族地区行政文化研究
 民族地区制度化治理
 藏独、疆独问题
 泛清真化、泛阿拉伯化、泛伊斯兰化、两面人



建 议

一、学科方向：门户开放

二、学科格调：站高看远，不回避党对国家事务的治理

不能“甘做二房”

三、科学研究：“学”“术”并进，先“学”后“术”

四、人才培养：聚焦能力提升


